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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历经十几版修改

“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为保持工业生产
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
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服
务行业。”提案提出单位牵头方、民建重庆
市委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提出，“聚焦重点环节分领域推
进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推进生产
性服务业融合发展”，这为我市加快构建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迭代升级
制造业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
制造业中心明确了工作重点。

中央的谋划以及重庆制造业迭代升
级的需求，将推动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摆在了重庆
相关部门面前。民建重庆市委会专职副
主委刘伟介绍，市长胡衡华亲自点题，要重
点调研这一课题，市政协交给民建市委会来
牵头打造这一提案。

这一问题也迅速列入重庆市的重点
发展领域。去年7月底，重庆市政府发布
《重庆市加速推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规划
出路线图，明确未来四年内将重点发展检
验检测产业等18个领域，实施数字赋能提
升等8大工程。去年11月，《重庆市支持现
代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
施》印发，涉及6方面共16条举措，要着力
构建优质高效、布局合理、融合共享的生
产性服务业新体系。

市政协也紧跟政府规划，将此确定为
今年1号提案的主题。去年12月初，在接
到起草1号提案的任务后，由民建重庆市
委会副主委杨光负责，立即组织相关会员
进行研究。杨光副主委告诉记者，仅是讨
论提纲就召集相关专家学者、企业家进行
了两次会议，然后形成初稿，又请参与提
案的民主党派和市级相关部门对初稿进行

了好几轮讨论，前后历经十几次修改，最终
才成稿。去年12月底，提案正式提交。

提出四个问题四条建议

记者看到，这份提案以大量数据，提出
了重庆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的四个方面问题。

一是“集聚融合”效应不强，产业能级
亟须提升。存在经营主体偏弱、产业集聚
度不高、“两业”融合待深化等问题，这导
致重庆2023年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5.6个百分点。

二是“平台支撑”作用不显，科技赋能亟
待加力。比如高能级服务平台较缺乏、企业
数字化转型有短板、产业链价值需挖掘。重
庆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0个、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32个，仅占全国0.5%和2%。

三是“要素保障”强度不够，发展环境仍
需优化。存在专业人才保障乏力、产业标准体
系不健全、统计监测制度不完善等问题。近
三年，全市生产性服务业人才流失率达15%，
大IT类高校毕业生整体留渝率不足30%。

四是“内外协同”开放不足，高水平开
放尚需拓展。存在诸如市场化进程较慢、
开放合作平台有待拓展、服务贸易规模不
大等问题。2024年1~9月全市服务进出
口额仅占全国总额的1.14%。

由此，提案中也提出了四条对策建议。
一是抓实经营主体培育，推动产业发

展“集聚化”；二是夯实平台载体建设，引
领产业转型“高端化”；三是提升要素保障
水平，实现发展环境“绿色化”；四是扩大
协同开放格局，助力产业跃升“国际化”。

每条建议之下，都分成了若干方面，
拿出了翔实可行的对策。

重庆工业升级重要一环

作为制造业强市，重庆有完备的工业
体系，有制造业“33618”的宏伟规划，生产
性服务业为什么会与强大的工业不匹配？

提案撰写成员、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
员会委员、重庆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
主任王文涛告诉记者，生产性服务业是为
工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它的发展有
自身规律。比如生产性服务业中的金融
业，并不是说工业发展好就一定能带动金
融业发展，中间会存在不匹配的情况，甚
至有时候需要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推
动工业更高质量发展。

提案撰写成员、民建会员、市市场监
管局综合规划处副处长周廷军认为，重庆
地处西部，服务型要素的集聚要困难一
些，工业可以依靠政策规划来聚集，但服
务业更多是依靠市场规律来形成。

能成为政协1号提案，显然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对重庆有何意义？

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总经济师余
贵玲告诉记者：“这是攻克重庆经济结构
转型难题的一把钥匙。”相关研究显示，将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程度提高1%，制造业
效率可以提升39.6%，生产性服务业是全
球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特别是当下及“十五五”时期，重庆正
经历着从制造到服务、制造业自身高端化
深度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不少突出问
题。比如，重庆制造业占GDP比重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还没有形成万亿级产业集
群；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在国内
外有影响力的制造业品牌较少等。这些
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生产性服
务业发展得还不够充分。

此外，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重庆
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重
要路径。比如，对于科技创新从“0”到“1”
再到“100”整个过程，需要科技研发试验、
科技推广等“成果转化”能力，也需要供应
链管理、检验检测认证等“系统整合”能
力，这些都依赖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支
撑。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廖平

当下，低空经济已成为各地高质
量发展的高频词。2025年重庆市两
会开幕在即，市政协委员、重庆三峡
学院校长李敬带来提案《重庆打造
低空经济“制度、技术和人才”三位
一体产业生态圈的建议》。在他看
来，重庆建成“低空经济创新发展之
城”有良好基础，当务之急是打造和
完善“制度、技术和人才”三位一体
的产业生态圈，助力重庆低空经济
高质量发展。

法规是安全的保障。李敬建议，
一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制定促进低空
经济规范发展的地方性法规。二是
要推动制定低空领域国际标准、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三是要
建立完善协调机制，成立专门的统筹
协调领导机构，负责低空经济发展的
全面规划和监督管理，加强中央与地
方、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形成政
策合力。四是要建立和优化空域管
理制度，科学划分低空空域，明确使
用规则和管理权限，建立健全低空空
域使用申请和审批制度。五是要建
立和完善安全监管制度，制定严格的
飞行安全标准和操作规程，确保低空
飞行活动的安全性，加强飞行监控和
应急响应能力建设，及时发现并处理
安全隐患。

李敬认为，重庆在开发人工智能
技术方面有优势，可以通过人工智能
技术，实现低空领域的智能化、自主
化管理；在航班调度方面，通过人工
智能，根据航班需求、天气情况等因
素进行智能调度，提高航班运行效
率；在空中交通管理方面，人工智能
实时监控空中交通情况，及时发现并
处理潜在的安全隐患，保障低空经济
的安全运行。

重庆正加快北斗产业应用建设，
李敬建议大力推进低空经济应用场景
技术开发。比如，低空经济与农业农
村现代化融合发展，让低空飞行器用
于农业数字化管理等。

目前，在学科专业设置上，重庆高
校还没有发力。李敬建议，重庆相关
高校可申请开设无人机技术与应用、
低空空域管理与规划、低空物流与供
应链管理、低空旅游与休闲、低空经济
政策与法规等学科专业，建立低空经
济产业学院，建立与低空经济发展相
适应的多层次教育培训体系，为重庆
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市长亲自点题，历经十多版修改

今年政协1号提案 聚焦重庆经济结构转型钥匙

聚焦市两会 奋力谱新篇

李敬：
制度技术人才“三位一体”
让重庆低空经济三翼齐飞

1月15日，重庆市政
协六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
会上，公布了今年的政协

1号提案——《关于大力推动现代生
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这个提案由民建重庆市委会牵头，
联合民盟、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
台盟重庆市委会共同提出，将于1月
20日上午由相关部门现场办理。

每年的政协1号提案，都因紧紧
围绕当前发展大局和经济热点，而
备受关注。今年为什么关注生产性
服务业？重庆在发展现代生产性服
务业中存在什么不足？重庆又将如
何改进这些不足，为重庆的新质生
产力发展打造腾飞引擎？记者采访
了1号提案的主要起草方，以及一
直关注研究相关问题的专家学者。 民建重庆市委会主委沈金强带队去相关企业开展实地调研


